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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编制背景

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之间，地质构造规模宏

大并且复杂，中、强地震活动频繁、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灾害十分严重。

震后水库应急检查工作对震损水库险情调查、快速评估、应急抢险、减灾对策等

均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彻底消除震损水库安全隐患提供技术支撑，而且也可以为

今后的水库大坝抗震设计、抗震加固及应急管理提供技术保障。然而，震后水库

应急检查工作技术要求高，单纯依靠专家经验极易造成应急检查深度不足或缺项

漏项。长期以来，震后水库应急检查缺少必要的规范依据，在我国的现行的规范

体系中，未对震后水库的应急检查的程序与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与要求，且《震后

水库大坝应急检查技术指南》较一般行业规范的技术针对性与实用性强，更宜采

用团体标准的形式做出相关指导要求。通过编制《震后水库大坝应急检查技术指

南》，可有力提升震后水库应急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全科学、高效的地震

应急处置机制，对可能发生的震损水库事先做好准备，做到科学、有序、从容应

对，最大程度地减少地震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保障灾后公众安全与维护

社会稳定，为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生活条件提供水资源保障。

大地震造成的震损水库面广量大，时间紧迫。以“5.12”四川汶川 8级特大地震

为例，共造成四川、甘肃、重庆、陕西等省（市）2380座水库出险，其中四川省

1803座、高危以上险情 379座。这些震损水库大坝出现塌陷、裂缝、滑坡和渗漏

等不同程度的险情，形成脆弱性结构体，已不能安全运行和正常发挥工程效益，

并可能在余震、洪水等条件下溃决，引发地震次生灾害，严重威胁下游公众、基

础设施安全与社会稳定，影响灾区恢复正常生活与灾后重建。又如 2021年 5月

22日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 7.4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水利厅按照省委省政府Ⅱ级

应急响应，按照李国英部长迅即核查震区水库震损情况的批示和魏山忠副部长关

于应急处置和抗震救灾的工作部署，水利部工作组当天赶赴青海，前往海拔 4200

米的果洛州玛多县黄河源水电站水库工程现场，调取目前部分水库的监测数据，

研判震损情况，指导水利抗震救灾工作。

震后水库应急检查工作对震损水库险情调查、快速评估、应急抢险、减灾对

策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彻底消除震损水库安全隐患提供技术支撑，而且也可

以为今后的水库大坝抗震设计、抗震加固及应急管理提供技术保障。然而，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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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应急检查工作技术要求高，单纯依靠专家经验极易造成应急检查深度不足或

缺项漏项。长期以来，震后水库应急检查缺少必要的规范依据，在我国的现行的

规范体系中，未对震后水库的应急检查的程序与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与要求，有关

震后水库应急检查的相关规范标准需求尚未列入 2021年最新的《水利技术标准体

系表》（水国科[2021]70号）中，且《震后水库大坝应急检查技术指南》较一般

行业规范的技术针对性与实用性强，更宜采用团体标准的形式做出相关指导要

求。

1.2 编制原则

1、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

2、文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3、文件要具有可操作性、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切实可行。

1.3 工作过程

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大坝中心”）是全国水库大坝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的中坚力量，为相关法规政策出台及领导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中心

专家先后参加了沟后、雅瓦、八一、英德尔、小海子、岗岗、马颈坳等水库的溃

坝原因调查与机理分析；参加了“98”特大洪水、云南普洱地震、四川汶川特大地

震、青海玛多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善后调查，为水库大坝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编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大量震后水库调查的经验与技术资料。

大坝中心自 2021年“5·22”玛多地震后，与中国水利学会接洽，提出编制标准

的意向，了解标准立项需准备的材料。自 2020年 6月起着手立项申请书和标准初

稿的编写工作。期间逐步扩充编制团队的技术力量，联合了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组成标准编制组，共同开展立项申请书及标准初稿的

编写、修改与完善工作。

2021年 9月 16日，编制组在北京召开立项启动暨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一致

同意立项，并就规范的框架结构、章节设置和技术内容等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

议。会后，编制组成员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并对规范进行了修改，经过质询与

讨论，专家组同意标准立项并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

2021 年 9 月-11 月，编制组成员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并对规范进行了修

改，形成了《水库大坝震后安全检查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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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1、适用范围：包括大、中、小型水库。

2、主要技术内容

《震后水库大坝应急检查技术指南》共计 8章正文及附录，包括总则、术

语、震后安全检查准备、震后即时安全检查、震后专业安全检查、附录 A~E等。

（1）总则：规定了震后水库大坝应急检查技术指南的编制目的和编制依据、

适用范围、引用标准、总体要求等。

（2）应急安全检查准备：规定应急检查资料收集要求，应根据震后大坝应急

检查的需要，搜集和整理流域概况和水文气象、水库大坝工程特性、工程地质勘

察、大坝设计与施工、安全监测、大坝安全状况、运行管理以及水库淤积、坝下

冲刷等基础资料。

（3）震后即时安全检查：规定了震后即时安全检查的环节步骤、检查对象与

检查方法。

（4）震后专业安全检查：规定了震后专业安全检查的环节步骤、检查对象与

检查方法。

（5）附录 A~E：对地震预警报告、震后安全检查响应分级表、震后安全检查

清单（土石坝、混凝土坝）、震后险情上报单与诊断报告单、震后安全检查报告

建议提纲等作出规定。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我国现行针对水库大坝的规范体系中，《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标准》

（GB/T 51416-2020）适用于混凝土坝工程，《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551-2012）适用于土石坝工程，两本规范都包括了大坝现场安全检查的有关

章节，认为大部分大坝突发事件的发生是有征兆的，是可以通过检查发现的，检

查在大坝安全监测与管理作用日趋重要，为扩充检查内涵与提高检查规范性、检

查技术水平，本规范将巡视检查改为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是由工程技术人员及配

合采用部分技术手段，对水库大坝的结构安全实施的巡视检查、检测与探测。除

现场巡视检查外，还应采用现场检测、探测、仪器监测等方法，配置必要的适用

于水库大坝测量、检测与探测专业设备进行。根据检查目的分日常检查、年度检

查、定期检查和应急检查。然而，地震自然灾害对水库大坝安全影响是有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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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震后大坝损伤的全部特征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可能数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全

部显现，因此，应急检查既包括时间发生后的即时检查和详细检查，也包括时间

发生后某一时间段连续的后续检查，并与震前记录或基准值比较分析。两部规范

对地震或大洪水后的应急检查工作仅简略提及，无专门要求。

国际大坝委员会（ICOLD）的《地震后大坝检查指南》（B166号）提供了编

制《水库大坝震后安全检查技术指南的》建议框架。

本指南是在 ICOLD建议框架下编制的，是我国现行规范体系的有效补充，并

综合考虑了我国现行规范体系、应急组织机构、地震应急响应及应急处置的特征

与实际需求，也将为不同水库大坝管理机构制定各自的震后水库检查程序提供参

考基础，同时本指南提供的检查清单将为系统记录观测到的水库震损及快速评估

大坝安全和应急处置措施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4 实施本标准的效益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协调、可

持续发展”等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与贯彻落实，对涉及公共安全的水库大坝安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地震多发区水库大坝安全问题，《震后水

库大坝应急检查技术指南》是确保水库大坝“大震不垮、中震可修、小震不坏”的

重要依据，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一是技术效益突出，通过本标准实施，有

助于震后水库安全评估的科学化、系统化、定量化，从而为抗震减灾提供科学决

策的依据，提高水库安全管理与突发事件防范效率，提升水库管理部门及地方政

府应对洪水灾害的管理水平，减少盲目与粗放应对突发地震灾害所付代价。二是

经济效益显著，基于本标准实施的指导的震后水库应急处置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可

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生态环境破坏，最大程度地减少地震次生灾害造

成的损失和影响，保障灾后公众安全与维护社会稳定，为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生活

条件提供水资源保障。

5 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相关单位采用。

6 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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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首次制定，与本行业现有的其他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无代替或

废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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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专家咨询会专家意见及对意见的处理情况

导则名称 水库大坝震后安全检查技术指南

起草单位 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阶段 2021年 9月 16日 立项启动暨专家咨询会

序

号

标准条款

或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

位/
个人

处理意见及理由 备注

1 题目 题目改为《水库大坝震后安全检查技术指南》 专家组 已采纳。

2 目次、引

言

增加“总则”，目录对应后续调整修改，同步可进一步参考国

标等通用模式。前言补充完善。
专家组

已采纳。补充“总则”章节，并按照 GB/T 1.1—2020相
关要求进行修改。

3 目次、引

言

在引言中适当引用国家防震减灾法第 67条。补充指南编制法

律依据的，提高标准的权威性。
专家组 已采纳。

4 1 进一步明确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专家组
已采纳。已明确本指南适用于我国已建的水库大坝工

程。

5 - 进一步明确震后应急检查、即时检查、专业检查等检查工作的

任务与联系。
专家组 已采纳。

6 - 适当增加水库群系统风险检查的相关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

特别是针对系统风险应加以强化。
专家组 已部分采纳。已补充水库群系统风险检查的相关内容。

7 1 建议增加三个检查内容：动力电源、通信系统和对外交通。 专家组 已采纳。

8 4.5 现场安全专家应该增加电气、通信方面的专家。 专家组 已采纳。

9 - 建议本指南减少对抗震应急预案编制内容的相关要求。 专家组 已采纳。已缩减。

10 附录 检查附录编号顺序，并修改完善。 专家组 已采纳。

11 附录 A 建议删除附录 A，正文直接引用《中国地震烈度表》（GB∕T
17742-2020） 专家组 已采纳。已删除附录 A。

12 附录 D 附录 D附录记录表存在重复，建议优化合并。 专家组 已采纳。已对相关表格优化合并。

13 - 补充资料性附录，提供结构化填写内容范本。 专家组 部分采纳。已对部分现场检查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

14 - 增加震后水库大坝安全检查流程图 专家组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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